
本报讯（王晶晶 记者 张可
馨） 10月 18日，常州经开区政
务服务中心围绕高效办成“开办
运输企业一件事”，开展“我陪群
众走流程”活动。

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蒋文
强带领综合审批科负责人，化身
事项“经办人”，协助市民王先生，
在线上迅速完成道路货运经营许
可证换证手续，高效服务让王先
生“点赞”。与此同时，马先生在

“经办人”的协助下，申请办理了
车辆的转出协同审核以及转入业
务，省去了跨区办理的麻烦。

活动中，“经办人”从企业、群
众角度出发，深入政务服务大厅
“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窗口，结
合政务网、交通运输专用 App、小
程序等线上平台，陪同企业、群众
线上线下走通“申请、受理、审批、
出证”全过程，检验了线上线下业
务办理环节的便捷性、流程的合

理性及服务的高效性，并现场听
取了群众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区政务服务中心将
以推动高效办成“开办运输企业
一件事”为切入点，在“精心办 政
先锋”党建品牌的引领下，充分发
挥好“我陪群众走流程”“政务服
务体验员”的推动作用，持续深化
政务服务改革，力求办理时间更
短、方式更多样，全面提升企业和
群众的满意度与获得感。

化身事项“经办人”高效办成“一件事”

□ 王羽柔 记者 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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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喽！”10月 24日，戚墅堰街道河苑社区“合苑知耕农场”开园，伴随一声吆喝，有着
16年“菜龄”的 78岁居民周耀华挥动锄头、铲草松土，将发芽的蒜瓣逐一埋入刚认领的菜地。
“合规种菜，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提心吊胆。”一旁，他的邻居们同样忙得不亦乐乎。

以番薯、四季豆等为元素，
设计果蔬文化门头；“二十四节
气”墙绘别出心裁，每个节气都
对应着一种或几种时令蔬菜；蓑
衣、草帽、铁锹、挡板……农耕农
具展示墙让人“穿越”回百年
前农人们的生产情景。走进
“合苑知耕农场”，犹如进入农
耕文化世界。

为深入践行“共建共治共
享”机制，社区在“共享农场”打
造“全龄益角，耕新一代”五社联
动项目。引导种植户成为“农耕
文化科普员”；与宛沿河幼儿园、
戚墅堰实验小学、常州市第四中
学结对，计划推出各类趣味研
学、户外实践等主题活动，将农
场打造为绿色生态教育基地，探
索“校社育人”新形式。
“跟着爷爷奶奶认识了不少

蔬菜及其成熟的过程。”开园当
天，第四中学八（1）班学生孙
熙颜和同学们化身“小画家”，
在构成“农耕步道”的废旧轮

胎上勾勒彩绘。宛沿河幼儿园
园长钱小丽有了期待：“孩子
们可以体验种植、发芽、结果、
品尝的全过程，理解和感悟传
统农耕文化。”

六旬退役老兵张春生来帮
忙捡石头、除杂草。“听方书记
说，等蔬菜陆续成熟，一部分将
用于社区年底的‘百家宴’，还有
一部分送给困难老人。大伙儿都
能吃到有机蔬菜。”

一个农场，既能安放老人
的种菜情结，还能培养下一代
对农业的认知。“在社区的引
导下，居民从知情同意、到意
见表达、再到行动实践，归属
感变强了。”方雷说。

最近，有了“农耕文化科普
员”新身份的周耀华，计划列一
张详细的种植指南，把一年四季
适合种什么菜、怎么种以及种植
小技巧逐一标注，以便将来分
享。居民们都摩拳擦掌，憧憬
来年农场的首个丰收季。

河苑社区河苑东村建于上
世纪 90年代，住户多为老人，
有着种菜的习惯。“小区 3 栋
后有一块废地，原为真空失管
地带。”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宋丽
丽透露，此处不仅堆满杂物垃
圾，居民们还喜欢圈地自用、
见缝插种。

家住一楼的周耀华，退休
后就私自开垦了一块地，种起
蓬蒿、豌豆苗、白萝卜等蔬菜。
别看他把菜打理得挺好，其实
心里一直不踏实。“知道这是
公共用地，不能随意占用。还
被告知种菜违规，有时候菜地
被直接铲平，我总是担惊受
怕。”周耀华说。

私自种植影响环境，其他
居民看着也不乐意，社区党总
支书记方雷没少接到投诉。
“前脚把地铲平，居民后脚又种
上了，屡禁不止。”方雷觉得，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8月 30日，社区召集 8户
“圈地种菜”的居民和党员志愿
者、退役军人一同参与协商议
事。一个将“废弃荒地”改造
为“共享农场”的方案出炉：

由社区拆除违建、平整土地、
统一管理，再进一步设计农耕
课程，居民认领土地进行种植，
精细化、规范化打造农场。
“既能满足居民的种植爱

好，又能美化人居环境，还能
培育亲密融合的社区良性互动
关系，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宋丽丽介绍。

为防止乱象“回潮”，双方
签署了“合苑知耕农场”种植
维护协议，约定社区免费将土
地给居民种植、居民负责种植
并配合社区公益活动等。

根据“农场公约”，8户居民
迫不及待带上尺子，分别认领了
一块长 5米、宽 1米的小菜地。

拿到了种菜“通行证”，居
民高明放下心来，“过去种菜
不是害怕被铲平、就是担心别
人投诉，现在种菜不用偷偷摸
摸，还能把菜分享给别人，可
有成就感哩。”

本报讯 （杨婧瑜 薛永
亮 记者 李宵） “道闸直
接抬杆，手机立马显示计
费扣款，很‘丝滑’，都不
用在通道排队扫码缴费
了。”近日，市民刘谊军在
常州经开区一停车场体验
了“无感支付”，十分满意。
目前，在常州经开区政府
定价 （指导价） 的停车场
中，已有 38家开通“无感
支付”功能，大幅提升了车
辆的出场速度和市民的支
付便捷度，标志着全区在
智慧停车领域迈出了重要
一步。
“无感支付”是一种基

于车牌识别技术和免密快
捷支付的停车缴费方式。
车主只需将车牌号与个人
支付账户绑定，当车辆驶
入支持“无感支付”的停
车场时，系统会自动识别
车牌号并记录停车时间。
车辆离开时，系统会自动

扣费并抬杆放行，车主无需
停车扫码或人工缴费，可享
受“秒抬杆、零等待”的便
利。
“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

‘车行经开’可开通‘无感
支付’，还可以使用自助缴
费、查询停车订单及附近的
停车场等功能。”江苏科维
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颜文杰介绍。

近年来，全区通过推进
智慧停车工作、新增停车场
等系列举措，让市民停车更
方便、出行更轻松。“未
来，我们将与企业加强沟通
协作，共同做好‘无感支
付’建设工作，持续扩大覆
盖范围。同时，督促各停车
场经营管理主体落实有关收
费政策，提升服务质量，确
保市民能够享受到便捷、高
效、透明的停车服务。”常
州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徐益忠表示。

10 月 24 日，常州
经开区举行“归侨侨眷
看家乡”活动，90余名
侨胞侨眷来到横山桥镇
五一村、大运河工业遗
产展览馆参观，深入了
解了大运河沿岸的工业
文明和文化传承，亲身
感受近年来经开区农村
的变化。

徐曙峰 徐千翕 摄

38家停车场
开通“无感支付”功能

五社联动 共享农耕乐趣

变堵为疏 制定“农场公约”

学生改造农场废弃轮胎

果蔬文化门头

河苑社区盘活公共用地，环境靓了、人情味浓了、居民归属感更强了———

昔日“圈地种菜”今朝“共享农场”


